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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庆义博士评市场经济地位系列之一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一把双刃剑① 

2001年 12月 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明年是中国

加入 WTO 的 15 周年。这意味着，根据中国的入世协定书，其中的第 15 条（a）

项（ii）目将被终止。这涉及到外国在对来自中国进口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

是否可以使用“第三国替代”的方法确定生产成本。通俗地讲，就是很多人认

为中国将于明年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笔者将另文探讨中国是否将于明年自

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下面主要讨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很多人认为，中国入世协定书中的第 15 条（a）项（ii）目是加在中国出

口企业头上的紧箍咒，损害了中国出口的利益；而一旦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出口企业身上将被贴上一道护身符，也有利于整个中国经济。即中国尚未取得

市场经济地位是不好的；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笔者认

为，应该辩证看待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而言

是一把双刃剑，有好有坏。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无法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是对中国出口企业的一

种歧视，违背了 WTO 的非歧视原则。中国在加入 WTO 时，由于许多国家尤其是

美欧担心中国出口产品会给本国产业造成冲击，同时又认为中国是转型经济体，

尚未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国家，坚持在中国入世协定书中加入如下条款：WTO成

员国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可以采用“第三国替代”的方法计算生产成本，并且

                                                                 
① 苏庆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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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了 15年的期限。更不利的是，美国是完全按照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中国出

口企业的。WTO非歧视原则中的最惠国待遇要求缔约国在进出口方面以相等的方

式对待其他缔约国。很显然，美欧等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事实上，美国早已

承认前苏联的许多东欧国家是市场经济体，而且俄罗斯在加入 WTO 时是被承认

市场经济地位的。由此，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多掺杂了政治

因素。 

由于这一限制，中国出口企业很容易被认定为反倾销。在国外对中国企业

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中国的生产企业需要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

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才不会被采用第三国替代进行

认定，而这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一旦中国企业不能证明，则外国可以随意选择

被承认的市场经济国家作为参照国（比如印度或泰国）认定中国产品是否存在

倾销。很显然，如果中国的产品价格比较低，以发展阶段相似的生产成本高的

国家作为参照国，中国产品很容易被认定为倾销。而且，倾销的幅度往往会很

大，从而被外国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 

因此，这是对中国出口的一个束缚，这一持续 15年的束缚使得中国外贸企

业在出口时往往面临不确定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主要优势是价格优势。第 15条的（a）

项（ii）目使得外国很容易通过反倾销这一手段对本国产业和工人进行保护，

而且很容易获得成功。一个直接的证明是，中国加入 WTO 后是世界上遭受反倾

销最多的国家，这对中国出口是极为不利的。换言之，（a）项（ii）目的存在

使中国出口企业无法获得稳定的市场预期，很容易被征收反倾销税，从而不利

于中国外贸。 

但是，对于整个中国经济而言，非市场经济地位未必是件坏事。改革开放

30 余年以来，尤其是加入 WTO 以后，中国外贸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价格竞争，

即在国际市场上以价廉取胜。由于国内市场交易成本较高，无论是国内企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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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资企业都倾向于在国外市场销售。但往往导致恶性竞争，价格压低导致利

润微薄，既浪费大量国内资源、污染国内环境，还无法在产品质量上取得突破。

中国外贸结构转型的本质是从价格竞争转向差异化竞争，即通过质量提升或者

推出新产品来赢得竞争。但是，出口的惯性使得企业很难转型。而非市场经济

地位的存在可以倒逼出口企业做出改变。改变有两种方式：要么进行差异化竞

争，要么通过对外投资规避国外反倾销。通过在已经被美欧等国认可为市场经

济体的国家进行投资建厂，然后通过该国出口，则不存在被美欧等国轻易征收

反倾销税的问题。如果对外投资的收益超过出口获得的利润，则对外投资是有

利的。因此，对于正寻求外贸结构转型的中国而言，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倒逼机

制是有益的。 

换言之，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有利于出口部门。其实，在外贸领域，

许多事件都只是对某一部分群体有利，而对其他群体的利益有损。对于美国而

言，中国价廉的商品是有利于消费者的，也有利于一些下游行业的厂商；但是

却不利于和中国产品竞争的厂商和工人。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实际上仅有

利于受到损失的厂商和工人，却不一定有利于整个美国经济。同理，中国获得

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有利于出口部门，使得出口企业又可以通过价格竞争赢得国

外市场，获得相应的收益。但这建立在传统的耗费资源、污染环境、质量无法

突破的生产模式之上。不一定有利于整个中国经济。 

这让笔者想到了当年的人民币汇率升贬之争。2005 年汇改以前，美国施压

人民币升值，而中国大部分人却不认可升值，认为升值会损害出口部门，从而

不利于中国经济。而事实上，正如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IWEP）的学者们建

言，升值对中国经济是有利的。美国越是施压中国，中国越不愿意升值，这反

而是美国的伎俩。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一个道理。美国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而中国却力争市场经济地位，认为非市场经济地位不利于中国出口。但事

实上，非市场经济地位未必就是坏事，而力争到市场经济地位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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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笔者给中国政府部门开出如下建议清单。一是积极争取市

场经济地位但不强求。欧盟对中国反倾销的认定主要借助于中国入世协定书的

条款；对于市场经济地位而言，欧盟内部也有支持中国的人士。目前欧盟正在

进行评估，中国可积极争取欧盟的支持。而美国至始至终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

济体，实际上非市场经济体的认定是非常苛刻的，即一国贸易完全垄断或者接

近完全垄断，国内价格都被政府控制。由此可见，美国的态度具有较强的政治

性，很难争取到它的支持。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在美国身上花费太多精力，多

说无益。二是为应对可能将要到来的市场经济地位，需主动进行外贸结构调整。

上述已提到，如果不进行结构调整，市场经济地位带来的出口惯性使中国外贸

重回老路、走价格竞争之路，只能有利于部分出口部门。为整个中国经济着想，

政府有责任主动矫正出口企业的传统惯性，狠心进行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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